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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談「性」說「笑」的兩堂課  

—笑話與性別的教學經驗分享— 

 

左營高中 李佩珊 

 

（刊登於《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 41期 80-91頁） 

   

從飯桌到郊遊，從販夫走卒到大學校長，從學校校園到政治廟堂，「性笑話」

可謂無處不在。如果請人們選擇自己最喜歡的笑話時，性笑話往往是最受歡迎的

選項之一（Hasset & Houlihan， 1979）。 

 

  性笑話俗稱黃色笑話、葷笑話、鹹濕笑話等，通指以「性」為題材的笑話，

例如描寫性器官、性行為、性關係，或以性暗示引起與性相關之聯想。無論在壓

抑保守的佛洛伊德（Freud）年代，抑或社會風氣開放的現代，性幽默一方面扮

演了性滿足的替代方案，一方面轉換人們對性的焦慮或挫敗情緒（Ziv， 1984）。

看著學者們對於性笑話的註解，我開始逆向思考：人們為何對”性”充滿焦慮與

挫折？是什麼造成表達“性”與滿足”性”的阻礙？這些笑話裡反映了何種性

別刻板與偏見現象？ 

 

  投身性別教育多年，我自己面對性笑話的心態與態度與過往太不相同，從學

生時代的靦靦害羞轉而懂得欣賞、反思、甚至批判，讓信手拈來的笑話可以成為

另一種發揮性別思維的場域。由於笑話本身即有大量談及禁忌話題、運用語言模

糊性、反映多數人之社會心理狀態的特徵（洪慧如，2003），加上有除憂解悶、

應對交際、醒世諷俗、陶冶性情、教育意義等功能（陳巧陵，2006），我於是開

始思索運用笑話於高中性別教育教學的可能性： 

 

第一步，期待能解構性笑話裡有關「性」與「性別」的元素，作為進行性教育與

性別教育的媒材與議題。 

 

第二步，企圖將「性笑話」重新詮釋為「性別笑話」，破除刻板印象，增加對性

別議題的省思與批判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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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課】 
 

運用笑話於性教育—談「性」說「笑」 

 

  傳統性教育的模式，多著重於器官教學、壘包教學1與避孕教學等，刻板教

條式的授課方法，難能引起學生興趣。由於網路與媒體資訊的普遍，加上瀏覽分

級制的欠缺，學生很容易能取得色情圖片、影像、文字等資訊，迅速複製錯誤或

偏見的性態度及知識。因此，性笑話可成為一座橋樑，銜接師生的代間差距，以

生動有趣的方式進行性教育課程。 

 

  首先，我設計了一個小活動，叫做《大家來找性》。請學生蒐集笑話，然後

在課堂上一起找找看：這些笑話裡如何提到「性」？ 

 

  有趣的是，很少有性笑話直接提到「性」、「做愛」、「性交」或直接指稱性器

官、性能力等字眼，較多用以下列三種方式呈現： 

 

（一）用其他代稱 

 

〈笑話 1-1〉死人與棺材 

 

小花很好奇的問小明，長在他下面的東西是什麼 ? 

小明說：我爸稱它為「死人」。 

小花說：我媽稱我下面的東西是「棺材」耶! 

小明好奇的說：那死人不是都裝在棺材裡面嗎? 

小花說：對啊! 那我們就裝裝看吧! 

過了一些時候，小花說：為什麼死人在棺材裡還會動呢?? 

小明說：爸爸告訴我，要死人吐了一口 "口水" 就不會動了! 

過了沒多久，小花說：真的耶! 死人不會動了!!  

 

  性笑話中常用「那個」、「那件事」、「嘿咻」、「炒飯」等來代稱性行為的發生，

                                              

1
 一般將戀愛的親密行為發生次第比擬為「打棒球」：以往一壘代表牽手，現在則為接吻；二壘

為愛撫，或隔著衣服的性器官接觸；三壘為直接愛撫過性器官；全壘打是實質上的性交。許多學

校的性教育著重於教導學生談戀愛要設界，避免過早發生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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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那話兒」、「那裡」、「老二」、「鮑魚」等代稱性器官。代稱性行為或性器官的

隱喻千奇百怪，沒想到甚至連「死人」及「棺材」都可以派上用場。 

 

 

〈笑話 1-2〉做愛的名稱 

 

公狗跟母狗做愛叫「交尾」 

雄性跟雌性做愛叫「雌雄同體」 

大象跟小老鼠做愛叫「以大欺小」 

 

以成語來說… 

脫了褲子再做愛叫「圖窮匕見」  

不脫褲子做愛叫「草草了事」  

體外射精叫「水落石出」  

體內射精叫「人命關天」  

男下女上、秀髮飛揚叫「搖曳生姿」  

女下男上、屁股墊個枕頭叫「枕戈待旦」  

 

  這個笑話運用成語來描述各種性行為型態與姿勢，頗有創意。如果學生夠成

熟，教師尺度夠開明，不妨大家來腦力激盪一下，還可以用哪些名稱或成語來描

述性行為呢？ 

 

 

 

（二）用動作指稱 

 

〈笑話 1-3〉不同車款 

 

一對已分手的情侶不巧又遇見了。  

男的很驕傲的問：『新的男友有比我好嗎?』  

女方不好意思直說，就如此回答：  

『你跟他有如 2001年和 2002年的 T牌 CAMRY』說完轉頭就走了。  

前男友還是不懂她的意思，打電話到汽車營業所問：  

『請問 2002年和 2001年的 CAMRY有什麼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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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員在電話中回答：  

『馬力強、衝力大、車身長三吋』 

 

  女性胸部大小、男性的性器官長短與性能力，常是性笑話明喻暗諷的對象。

此類笑話內容常常充斥著錯誤的性觀念、性別歧視與偏見，是很重要的討論與再

教育契機。以下則《T 牌汽車》的笑話為例，便是以「車」比喻男性之「馬力、

衝力、長度」。針對較成熟之國高中學生，教師不妨提問：「男生的性器官大小真

的跟性能力有關嗎？」「衝力大會讓女生覺得舒服嗎？」藉此提醒：「性行為也要

靠一分的天才與九十九分的努力，多與伴侶溝通，才能了解彼此的喜好與需求。」 

 

 

（三）雙關語 

 

  在性笑話中有兩類雙關語，一種是諧音雙關語，一種是語義雙關語。諧音雙

關語如：當公雞和母雞相好之時，在旁的火雞叫「咕嚕、咕嚕」（台語：搞下去），

鵝叫「插落、插落」（台語：插下去）。這便是運用家禽聲音作為性行為聯想的憑

據。語義雙關語則更是不勝枚舉，前述「脫了褲子再做愛叫”圖窮匕見” 」便為

一例。通常越是間接的雙關語，越能使人會心一笑。 

 

  〈笑話 1-4〉我是怎麼誕生的？ 

 

「爹地，我是怎麼來到這世界的？」  

「哦，兒子啊，總有一天我會讓你知道的。」  

「拜託！為什麼今天不行？」  

「好吧，你仔細聽著！」  

「你媽和我在網咖相遇而認識，  

並在網咖的洗手間你媽和我使用了超連結，  

那時你媽從我的隨身硬碟下載一些資料，  

當我完成上傳時，我們發現我們沒有使用防火牆，  

因此，想要取消或刪除都已為時太晚，  

就這樣，九個月以後我們被一個病毒所終結。」 

 

  笑話 1-4 是學生挑選「受歡迎的笑話」的第一名，運用時下青少年很熟悉的

電腦名詞來描述性行為，例如用「超連結」代表「性行為」，用「隨身硬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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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男生性器官」，用「防火牆」代表「避孕措施」，每念一句都讓全班哄堂大笑，

既幽默又有教育意義，因此被多數學生列入受歡迎的笑話組類當中。由於這則笑

話因為能用生活而間接的概念傳遞安全性行為的訊息，從此之後，我和學生間多

了一個暗語：「如果忘記用防火牆的話，你就等著被病毒終結吧！」一講完，又

是哄堂大笑。 

 

 

小結 

 

  我常會跟學生討論到：「這些笑話裡很少直接說到”性”，但大部分人都聽

得懂，原因為何？」「為什麼需要用這些拐彎抹腳的方式來陳述”性”呢？」性

笑話反應了性壓抑與性話題的隱晦，所以即使沒有直稱「性」，幾乎每個人都可

以了解。難道，直接說”性”就不好笑了嗎？我的經驗是，對青春期的孩子來說，

光是「性」這個單字，就已經令人充滿遐想。落落大方的學生可以直接侃侃而談，

害羞內向的學生需要多一些鼓勵。性笑話兼備「進可攻、退可守」的優點，確實

可成為性教育很好的媒材。一個觀念正確而兼具幽默感的性（別）笑話，具有許

多應用於教學上的優勢，學生的接受度高，又可傳遞許多訊息。這些性（別）笑

話可以融入各科的課程當中，既可振奮課堂氣氛，又可達到性別教育的效果，何

樂而不為呢？ 

 

 

 

 



 6 

【第二堂課】 
 

運用笑話於性別教育—大家來找「砸」 

 

  在笑話的歡樂偽裝之下，有時隱藏其原始的攻擊意圖，例如藉由嘲弄特定性

別來達到自我滿足與提升優越感之效果。因此，我們很容易從笑話裡找出性別偏

見及刻板印象的線索，抽絲剝繭之後，便可以讓沙文主義2、美貌迷思、恐同情

結等紛紛現身。教師可以藉由《大家來找砸》活動，讓學生練習挑笑話的毛病，

藉由競賽、分組或辯論的方式，點出笑話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偏見及迷思。 

 

（一）挑毛病 

 

〈笑話 2-1〉嬰兒性別 

 

兩個嬰兒躺在各自的嬰兒床裡。 

其中一個問另一個：「你是小男孩還是小女孩？」 

「我不知道。」另一個嬰兒回答。「我不知道怎麼辨別？」 

「我知道。」第一個吃吃地笑著說：「我爬到你那裡去看看。」 

他小心翼翼地爬了過去，掀開毯子，過了一會兒，他又笑著爬了回去，

說：「你是一個小女孩，我是一個小男孩。」 

「你真聰明。」小女孩說：「你是怎麼知道的？」 

「這個簡單…」小男孩回答：「你穿的是粉紅襪子，我穿的是藍襪子。」 

 

  為了讓學生練習找出笑話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我先以《嬰兒性別》這個笑話

為例，指出笑話中不合理之處在於「為什麼男生一定是藍色襪子？女生一定是粉

紅色襪子呢？」許多人認為性別偏見並不存在，這一則簡單的笑話卻可以讓偏見

無所遁形，教師不妨運用「立即性」（immediacy），在教學現場檢驗看看同學們

穿了什麼顏色的襪子，並請大家回憶自己在服裝、造型及顏色搭配上，是否被貼

過性別刻板印象的標籤。接著，可進一步和學生一起探討：「什麼是”兩性”？

有沒有兩性之外的其他性別？」「如果男兒身、女兒心，那究竟該算男性還是女

性？」增加學生對多元性別的思考，瞭解性別與性取向的光譜概念，去除性別二

                                              

2
 沙文主義（chauvinism）是指盲目熱愛自己所處的團體，並經常對其他團體懷有惡意與仇恨，

現多應用於種族或性別方面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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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刻板印象。 

  坊間探討性別概念的笑話非常多，當我舉完《嬰兒性別》的例子之後，就有

學生舉一反三，解構《蒼蠅性別》的笑話： 

 

〈笑話 2-2〉蒼蠅性別 

 

小強對媽媽說：「今天我打死了五隻蒼蠅，兩隻公的，三隻母的。」  

「你怎麼知道它們的性別？」媽媽問。  

「兩隻停在啤酒瓶上，而三隻停在鏡子上。」 

 

  學生分析認為這個笑話裡有「男人愛喝酒、女人愛漂亮」的刻板印象。藉著

解構笑話的機會，教師可進一步和學生共同探討刻板印象的影響或副作用，以《蒼

蠅性別》的笑話為例，愛漂亮或不喝酒的男生們間接被貼上「不夠 man」的標籤，

此一刻板印象成為許多男生日後借酒澆愁、喝酒傷身的元兇！小小偏見、大大影

響，性別刻板印象的後果可不能輕忽。 

 

 

〈笑話 2-3〉男人的死法 

 

男人每晚都要死，只是死法不一樣...   

和美女睡，興奮到死。  

和醜女睡，生不如死。  

和辣妹睡，累的要死。  

和情人睡，醉生夢死。  

和名模睡，貴的要死。  

和老婆睡，整夜裝死。  

……… 

男人啊！你今晚打算怎麼死? 

 

  再以上則《男人的死法》為例，學生們整理出幾點不合理之處，諸如：「男

人為什麼只能跟女人睡？（恐同情結）」，「如果和睡覺會打呼的美女睡，一樣會

生不如死。」，「醜女說不定很懂得體貼溫柔」，「誰說名模一定會賣身？」「如果

跟老婆感情很好的話，就不用裝死了。」「男生為什麼老是想死呢？」討論告一

段落之後，有位男同學分享自己剛看到這篇笑話時心理感覺不太舒服，因為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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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隱喻男生都滿腦子色情，他不喜歡這樣的標籤，經過討論翻盤之後，心理才

覺舒坦許多。 

 

 

（二）破迷思 

 

1、笑話的攻擊性質 

 

〈笑話 2-4〉印度人遊美國 

 

有一名印度遊客第一次出國到美國，他在填入境表格時在「SEX」

的項目寫上「一星期二次」。到美國後，印度遊客把填好的表格

同複照交給移民廳官員。移民廳官員看了搖搖頭，用筆指在表格

「SEX」項目邊的字，然後用很慢的英語說：『No！No！這不是

我們所要的答案，男的或是女的？』印度遊客想想後微笑答道：

『沒關係！』  

  我喜歡在唸完笑話之後問學生：「誰會喜歡這則笑話呢？」以上則《印度人

遊美國》為例，學生們很清楚地發現「缺乏多元性別概念的人」會喜歡這則笑話。

因為，笑話攻擊了雙性戀者（以及印度人），歧視雙性戀或同性戀的人會覺得好

笑，但是當事人（與印度人）可不會認為好笑。 

 

  我繼續問：「你們認為這個印度人是男是女？」多數學生認為是「男生」，他

們認為男生比較能夠大方討論「性」，而有些男生喜歡藉由炫耀「性表現」來誇

大自我。 

 

  另一次同學分享某個隱喻性行為的笑話，我問：「誰會喜歡這則笑話呢？」，

有個男生回答：「男生。」理由是：「男生比較會有性衝動。」全班笑成一團。我

把握這個契機跟學生們討論：「剛剛大家都笑得很開心，你怎麼會覺得只有男生

懂或喜歡這個笑話呢？」「性衝動跟性慾有何不同？」「女生的性慾或性衝動一定

比男生低嗎？」 

 

 

2、笑話與性騷擾 

 

  在性別與笑話的課堂裡，「性騷擾」是一個重要而切身相關的問題。有些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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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可作為探討性騷擾的媒材，有些笑話本身即有性騷擾的性質，教師可藉著這些

笑話媒材，和學生一起討論何謂「性騷擾」。以下舉兩則笑話為說明： 

 

〈笑話 2-5〉兩性問答 

 

問：女朋友和老婆有何差別？  

答：差 15公斤。  

問：男朋友和老公有何差別？  

答：差 45分鐘。  

問：男人對女人講話不正經叫做什麼？  

答：叫做性騷擾。  

問：女人對男人說話不正經叫什麼？  

答：叫做每分鐘二十元付費熱線。  

 

  這則笑話將性騷擾之「行為人」設定為男性，「受害人」設定為女性，忽略

了男性也有可能是性騷擾的受害人。因此，教師可藉此探討性騷擾的定義：「什

麼叫做”說話不正經”？」「除了”說話不正經”之外，還有哪些是性騷擾？」

「為何有人認為女人對男人”說話不正經”並非性騷擾？」藉此引出性騷擾的討

論，提醒性騷擾行為的界定有兩個基本原則：一為「行為中有無性意涵」，另一

為「有無違反對方的意願」。 

 

 

〈笑話 2-6〉盲人專用 

 

上次體育課時， 

小新問阿呆說：「你知道為何女孩子乳暈上會有一點一點的嗎?」 

阿呆：「我不知道耶!!」 

小新：「那是給盲人點字用的..............請舔這裡!!」  

 

  上則笑話是學生票選之「最不受歡迎的笑話」第一名，理由如：『看了就覺

得很不舒服』、『非常噁心』、『一點都不知道笑點在哪裡』等等。根據《性別平等

教育法》，凡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

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或學習者即為性騷擾。因此，此一笑話符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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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歡迎（2）有性意味言詞（3）影響人格尊嚴，嚴格來說可列入性騷擾。簡單

來說，性（別）笑話的內容基本上皆與性或性別有關，決定是否為性騷擾的關鍵，

在於聽者的「感受」。學生們聽了非常訝異，他們並不知道以往聽到笑話時萌生

的「不舒服」、「不喜歡」、「嫌惡」的感覺就是性騷擾。 

 

〈笑話 2-7〉把雞養大 

一對男女即將要分手，男人對女人說: 

「你這個賤女人，我再也不想見到妳了!」 

女人聽完之後， 

只是靜靜的拿出一把米灑在男人的面前 

男人覺得詫異不已，追上女人問: 

「你在我面前灑米是什麼意思?」 

女人冷冷的說: 

「回去把你的雞養大吧……」 

 

  增加學生對性騷擾的初步概念之後，接下來便是要針對學生因應性騷擾的知

能。上則「把雞養大」笑話雖然是在討論「分手╱被拒絕」的情景，但若延伸遇

到「遛鳥狂」時的因應策略，也非常有趣。試想，如果遇到遛鳥狂時，可以展現

相當的自信與輕蔑地說：「把你的雞養大再來遛鳥吧！」多麼有創意啊！教師可

適時補充《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資訊，增加學生因應性騷擾的法律常識與勇氣。

課後，不妨邀請學生做兩個回家作業：其一，尋找電視節目裡的性騷擾動作或言

詞；其二，設定反性騷擾行動計畫，可對身邊說不宜黃色笑話者『說不！』，也

可加入報章讀者投書抗議的行列，或是研發更多更有創意的反性騷擾行動。 

 

 

（三）除對立 

 

相關研究證實，如果笑話內容貶抑我們不喜歡或不支持的對象（外團體），

會讓我們覺得笑話很好笑，因為間接攻擊了他們；但是如果笑話貶抑的是我們喜

歡或支持的對象（內團體），我們會覺得不好笑，因為笑話攻擊了他們便等於攻

擊到我自己（徐芝君，2003）。下一則笑話的嘲笑對象是男性，有些男學生表示

聽了覺得不太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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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話 2-7〉了解男人 

 

問：換個電燈泡需要多少男人？  

答：一個也不需要。他們只會坐在黑暗裡抱怨。  

 

問：直達男人心裡最快的方式為何？  

答：利刃穿心。  

 

問：男人和停車位有何相似之處？  

答：所有好位子都被佔了，剩下的都是殘障專用。 

 

  所以，某些對特定性別冷嘲熱諷的笑話，往往會造成男性與女性的對立。例

如有一個跟俚語有關的笑話：「女人毒是”最毒婦人心”，男人毒卻是”無毒不

丈夫”。」很明顯地，這個笑話站在男性觀點來嘲諷女性，立刻引起班上女生不

滿的聲浪。 

 

  當話題一扯到男生與女生時，有些班級會出現劍拔弩張的對立氣氛，這種現

象與某些性別演講場合所發生的狀況有些類似。既然性笑話裡充斥著性別刻板印

象與偏見，造成這種對立的狀況是很可以被理解的。同理，由於社會與文化中確

實存有許多性別迷思，所以在探討性別議題的論壇或研習裡，難免也會出現令大

家坐立難安的場面。記得有次講到一個貶抑女性的笑話時，一個女學生嗆說：「對

啊，男生比較容易性衝動，所以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加害人比較多是男生。」當然，

男生也不甘示弱，立刻列舉新聞裡女生侵害或騷擾男生的例子。 

 

  如果時間充裕，我會鼓勵兩方都各多說一點，這種「把刺拔出來」的動作，

有助於將受性別刻板印象所傷之處一一顯露，讓大家檢驗看看有多少刺、多少傷

痕留在心底。因此，眾說紛紜之後，教師務必總結：「這個笑話引起了很熱烈的

討論，因為………。」將性別刻板印象一一指出，並說明其所造成的傷害。如果

課堂時間不足，也可以請學生蒐集具體資料，深化討論的內涵。透過笑話的討論，

分析其所要嘲笑的「對象」，探討其引起的「感受」，可以增進多元性別的觀點，

增加對他人的體貼。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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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堂課的最後，我喜歡引用個體心理學家阿德勒（Adler， 1959）自卑

與超越的概念：人有兩種方法來超越自身的自卑感，一是自我提升，努力成為某

領域的翹楚，例如阿德勒自己便克服自小口吃的自卑而成為偉大的演說家；一是

貶抑他人，透過貶損降低他人的權威或地位，以相對提高自己的信心。提醒需要

藉由性笑話來歧視或貶抑他人者，莫忽視自我內在的自卑感作祟，並需進一步探

索這些性別偏見的「刺」究竟如何干擾，使得自己無法平等而尊重地看待性別的

差異與多元。 

 

 

【後記】 
 

 

我所任教的學校是男女合校的公立高中，在上這兩堂性別與笑話課程時，女

學生對性笑話的反應多比男學生含蓄。因為自己成長歷程的切身經驗，我瞭解一

般女學生對「性」的相關議題表現較為低調、被動或壓抑，性知識與資訊的取得

較男學生少。因此，在探討相關議題時，我會在分組時刻意打破性別區隔，盡量

讓男女生有機會同一組討論或表演，也更注意女學生的表情與反應。有幾次，我

也嘗試刻意讓男女學生相互辯論，找機會讓大家一起思考：「女生是聽不懂性笑

話，還是保持矜持？」聽聽不同性別者如何看待這些性笑話。 

 

笑話人人都可以說，但未必每個人都說得很有性別意識。因此，我建議教師

需提升自己對於性別議題的敏感度，能從簡短的笑話中挑選出可應用、討論或說

明之素材。此外，針對具有攻擊或性騷擾意涵的笑話，務必在課堂中清晰說明與

解構，以免造成學生心理不舒服的感受。 

 

有一次，一位女學生在課堂上分享：「女生比較會看場合、對象、熟悉度來

分享或討論性笑話，我們並非不懂，但是有些真的令人聽了不喜歡。」我點點頭，

欣慰地看著這群充滿自信的女學生，她們比當年的我更能勇敢的談性說愛，也知

道性別差異所造成的不利處境，有點小小女性主義者的架勢呢！ 

 

假如我仍是十多年前那個初任的菜鳥教師，可能會因擔心難以掌握班級秩

序，而沒有勇氣用笑話來上性別教育。當我嘗試了幾堂課後，便忍不住想大聲呼

籲：請老師們盡可能找一間專科教室或團體輔導室來上這樣一堂有趣的課吧！把

學生蒐集的笑話字體放大，一則一則貼上四周牆壁，創造出自由而有趣的課堂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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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準備很多色筆，讓學生可以在性別笑話上塗塗寫寫，在批判中發展創意，和

學生一起開懷大笑和辯論，真是有趣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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